
铃》中人物的心理空间，可看到：柔情太多，用情太

深，一个细腻又痴情的柳七郎。
由是观之， 柳永官场的失意与风月场的倾情，

这些社会空间元素的介入， 显而易见，《雨霖铃》这

首词的内涵丰富了很多。不唯这首词，很多古典诗

词亦是如此。列菲 伏 尔 在《空 间 的 生 产》一 书 中 说 :
“社会空间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同

时也改造着自身和自身的精神世界。”此言不虚。
三个审美空间， 古典诗词因之有了立体特性；

而三个审美空间的有效叠加，古典诗词因此具有了

深厚的审美意蕴。古典诗词，是一门美学，是民族和

社会重要的审美对象。一个语文教师，可以不是古

典诗词的研究专家，但要成为学生阅读古典诗词的

领路人。用三个审美空间来立体建构古典诗词的丰

富意蕴，当是一个语文老师的可用之法。
———————————————

参考文献

①董乃斌：《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文学

评论》，2010 年第 1 期。
②《吴世昌全集》第四卷《词学论丛》，河北教育

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法）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南京大学出

版社, 2012 年版。
[作者通联：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

史铁生的 《我与地坛》， 是高中教材的传统篇

目，许多老师在讲解《我与地坛》时，往往舍本逐末，
从地坛出发，从地坛“博大与纤细，沉静与轻盈，古

老与年轻”（ 苏教版《语文必修二教学参考》）的特

点出发，寻找生命的意义，寻找生命的痕迹，寻找人

生的启示。如同将学生带进地坛的迷宫中，找不到

生命的出口。这般解读，有点牵强又有点费解。
本文试图从三个角度，以作者为主体，以地坛

为支点，比较阅读《命若琴弦》，解读《我与地坛》中

的一些疑难问题。
一、“我”眼中的地坛

1.地坛的本真状态

“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

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我与地坛》） 四百年的

地坛， 并没有因为风雨侵蚀而改变它的生机与活

力，那些淡褪的，剥落的，坍圮的，是人工雕琢的痕

迹，这些，不是地坛的本真状态。进入作者视野的，
是那些与风霜雨雪，与日月星辰一起成长一起存在

的自然万物，这些，才是生命的原初模样。比如，柏

树历经岁月愈见苍幽， 野草历经风雨愈见茂盛。浮

华与喧嚣，最终归于平静。史铁生通过地坛，看到了

沉静而寂寞的生命状态。
2.地坛的亘古不变

“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

来越红。”（《我与地坛》）从作者看地坛，地坛亘古不

变。从地坛看太阳，太阳亘古不变。
“十五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

肆意雕琢， 幸好有些东西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
（《我与地坛》）地坛存在了四百年，作者观察了十五

年。十五年的光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地

坛来说，是短暂的。对太阳来说，只是一瞬间。十五

年的光阴，年轻人变成了中年人。地坛，依旧沉静而

博大，太阳，依旧辉煌而灿烂。从自然角度说，世界

万物瞬息万变。从哲学角度说，改变的只是外在的

形体，不变的是地坛的寓言。史铁生通过地坛，懂得

了生命的久远与个体的渺小。

3.地坛的生生不息

“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它们镇

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它们依然镇静地站在

那儿，它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

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我与地坛》）
苍老的古柏，面对世事沧桑，宠辱不惊，因为它们经

历过，等待过，寂寞过。只有为自己而活，才会活得

坦 荡，活 得 长 久。风 霜 雨 雪 于 它 们，也 只 是 一 个 过

客。不慕荣华，不求热闹，只是静静地矗立，静静地

等待。静静守候生命的轮回循环，冷眼旁观人事的

来来往往。史铁生通过地坛，明白了生命的豁达与

满园荒芜中，清点生命的痕迹

———史铁生《我与地坛》的多元解读

柳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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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透。
二、地坛里面的“我”
1.寻找生命的支点

“它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

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我与地坛》） 历经四百

年洗礼的地坛， 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质形式的存在。
已经积淀为一种文化的符号。犹如可以操纵命运的

神灵，守候着人世沧桑。弱小的个体，弱小个体的一

切困难，对于地坛而言，都显得微不足道。
从年少轻狂的“我”， 到残废了双腿的“我”，到

寻找另一个世界的 “我”，“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

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

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我与地坛》）“我” 无数

次在地坛徘徊，无数次与地坛交流，“寂寞如一间空

屋”，地坛忍受了四百年的寂寞，成就了它的沉静与

博大。我需要忍受残疾后的寂寞，才能走出命运的

黑 洞。在 地 坛，“我”可 以 冷 静 思 考，不 用 担 心 被 打

扰。那 个 时 候，地 坛 来 来 往 往 的 人 ，都 是 那 么 地 优

雅，那么地沉静，那么地寂寞。残废了双腿的“我”只

是他们中的一个而已，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不

能因为残废的双腿而怀疑生命。
2.寻找生命的意义

“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我与 地 坛》）当

“我”能够与地坛对话的时候，当“我”需要寻找生命

支点的时候，当“我”为该不该活下去纠缠的时候，
地坛对我有着某种暗示意义。“我”需要到地坛认真

思考，需要一个可以冷静头脑的地方，需要一个安

顿漂泊灵魂的角落。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

会降临的节日。”（《我与地坛》）史铁生在他的《礼拜

日·代后记》中说：“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

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 当他在地坛想明白了生命

不是用来享受的，是用来慢慢体味的，体味生的快

乐，也体味生的痛楚。这样的人生，才是完整的。就

犹如地坛，承受着寂寞凄凉，也承载着荣耀辉煌。当

他读懂了地坛，就读懂了人生。当他读懂了生命，就

读懂了地坛。当他读懂了生命的本真，就读懂了残

疾的人生。
“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

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我与地坛》）于是，
他开始醒悟，开始明白，死亡，是另一种回家。当旅

途还没有走完，是无法抵达家园的。他说过：“灵魂

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

里!” 当我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找到了精神的栖息

地，人活着，是为灵魂的安稳，肉体如何，是无关紧

要的。
“十五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

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

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 去窥看自己的心

魂。”（《我与地坛》）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

去？这些哲学问题，是人类共同的难题。史铁生用了

十五年，在地坛静静思考着，最终，他决定上路，去

探究去寻找答案。人生就是在不断的寻求答案中苦

度时光。
3.寻找活着的方式

“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
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

了一点形象。”（《我与地坛》）当史铁生从地坛出发，
准备上路的时候，其实还没明白，这条人生之路该

如何走下去。而母亲，这位坚韧的母亲，用自己沉默

的举动告诉了孩子，声名与身体一样，都只是生命

的过客，而灵魂才是生命的贵客。双腿残废的“我”，
每天来往地坛，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注视，静

静守候。犹如地坛，在沉静中等待了四百年，母亲，
在短暂的生命中，静静守候了十五年。“我”本以为

出名可以换来母亲的安慰与安稳， 后来才发现，这

样的想法，很肤浅很浮华。母亲想要的是“我”灵魂

的安稳，而我却在意匆匆的过客。
园中的那对夫妻，那个反复练唱同一首歌的追

梦者，那个反复练习长跑希望出名的朋友，那个每

天穿梭于地坛的优雅女人。他们或匆忙，或悠闲，或

安逸，或焦躁，每一种生命状态，都不是完美的，当

我们懂得以优雅的方式面对苦难，苦难就成了人生

的灵修课。
人生不是华丽的舞台，而是一段寂寞而伤感的

旅途。母亲如是，每天在这个园子里来往的人，也如

是。“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并不突出。无需强调

自己的不幸而无视别人的苦难。每个人的生命都是

有缺陷的。或者疾病缠绕或者因爱纠缠或者因贫而

累或者为名而伤或者为利而苦。或者是生命短暂或

者是行走不便或者是手脚不灵或者是耳不能听口

不能言目不能视。凡此种种，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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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则译为“躺下”，把整个句子译为“醉了就互相枕

靠着躺下，躺下就做梦”。这样的翻译如果不细究，
似乎可通，但如果仔细考虑，则会发现不合逻辑。人

与人“相互靠着”，还怎么能躺下？且把句中的“枕”
译 为“靠 着”也 不 准确。这 里 的“枕”是“枕 着”的 意

思，而不是笼统的“靠着”的意思。《教学参考书》之

所以要把“枕”泛化地误译为“靠着”，大概是为了照

顾后面对“卧”的错误翻译。因为如果把“枕”准确地

译为“枕着”，下一句就要译为“相互枕着躺下”，这

样的翻译，明显不合逻辑。再者，下一句说“躺下就

做梦”，也未免有点夸张过度，人躺下是不可能马上

就做梦的。那么，这里的“卧”是这么意思呢？
其实，“卧”的本义是“人伏在几案上休息”。如：

“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孟子·公孙丑下》）焦循

正义：“卧与寝异,寝于床,卧于几。统言之则不别。”
由此引申出“眠、睡”义。如：“心卧则梦。”（《荀子·解

蔽》）杨倞注：“卧，寝也，言人心有所思，寝则必梦。”
“暮卧则梦闻。”（《论衡·订鬼》）语例很多，此不一一

列举。“卧”有“躺下”义，是后起的引申义。《教学参

考书》的编写者因为没有严谨地思考，简单地用现

在一般的常用义去翻译， 结果出了差错。 这里的

“卧”正是“睡”的意思，把“卧”译为“睡”，则文从字

顺，所有不合理的地方都完全消失了。
[作者通联：江苏连云港市城南高级中学]

三、从散文到小说

1.思考的延伸

史铁生的寓言小说《命若琴弦》，讲述了卖艺的

老瞎子与小瞎子的故事。老瞎子生活的最大欲望就

是为了凑齐 1000 根弹断的琴弦， 为自己买一副能

够带来光明的药。那个药方只是一张白纸，药方并

不存在。老瞎子在临终前，又将这个秘密传给了小

瞎子，而药方变成了 1200 根弹断的琴弦。而这个药

方是更古老的卖艺人流传下来的。
《命若琴弦》可以看作是《我与地坛》的一种延

续性思考。《我与地坛》以散文表达着我对生命意义的

思考。《命若琴弦》以小说呈现着对生命本质的思索。
“对死亡要有一种幽默的态度。”（史铁生）强调

过程的美丽，投入的姿态，超越“宿命”的无奈和沮

丧。于是，他在《我与地坛》中触摸到古园历久而弥

坚的活力。
2.谜语的破解

《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始终觉得人生需要一个

生存的理由。在《命若琴弦》中，他开始懂得生存本

身就是理由，“存在即是合理”， 无需额外的理由维

持生命延续生命。
“人都忍不住要为生存找一些牢靠的理由。”

（《命若琴弦》） 而卖艺人的生存理由是一个真实的

谎言。万物生长周而复始，并不需要生存的理由，它

们活得坦荡而自在。突然的残疾，意外的厄运，成为

许多人放弃生命的理由。按照这样的思维，寻死的

理由可以有千万条，活下去的理由，总是不充分。生

命已经存在，人生之旅已经开始，走下去，活下去，
就是理由。

3.生命的循环

“满园子都是草木竟相生长弄出的响动，悉悉

碎碎片刻不息。”（《我与地坛》） 荒芜而不衰败的地

坛，孕育着那些弱小的生命，千年不变。作者在生命

最痛苦最寂寞最失意的时候，在地坛找到了维系生

命的纽带。明白了生命就是在不间断的痛苦与磨难

中代代相传。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将这种生

命感悟具体化为人物故事。作者无情的让小瞎子重

复着老瞎子的命运。没有一点怜惜与怜悯。没有任

何的回旋与改变。 简单的重复就是生活的本真状

态。史铁生似乎在无情地宣告，许多人的人生都是

在简单的重复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人生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 等待生命的诞生，
等待长大，等待成熟，等待老去，等待死亡……等待

的过程就是生命的本质。不管其间是充满沧桑还是

充满诱惑，不管人生是顺利还是曲折，不管过程是

漫长还是短暂。 当我们终于等到了生命的来临，就

没有理由拒绝活下去。 史铁生等待重新降临的希

望，老瞎子等待 1000 根琴弦的断裂，小瞎子或许也

会等到 1200 根琴弦的断裂。
《我与地坛》中，“我”才是抒情主体。“我”一次

次的到地坛，“我”在地坛孤独地度过了最痛苦最难

熬的十五年光阴，“我” 在地坛年复一年地思考生

命。地坛，只是给“我”提供了一个冷静思考的地方。
忽视“我”的存在，难以直抵《我与地坛》的本质内核。

[作者通联：江苏常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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